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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石阶而上，一直爬到半山腰，便是南川小
学刘祠教学点所在地。三层的白色教学楼破败
而突兀，简陋的教室、寒酸的宿舍、污浊的厕所、
孩子们有时要走几里路提几桶水才能满足日
用。45个留守儿童，7个老师，是这所曾经历风
雨沧桑希望小学存在的理由。工作队队员看在
眼里，疼在心上，三天两头往省厅跑，争取项目资
金建澡堂、建师生宿舍、建安保室、硬化操场、更
换卧具……联系省公安厅机关女民警开展爱心
帮扶，给一个孩子找一个“爱心妈妈”。孩子们有
了自己的阅览站、读到了梦寐以求的魔法书和童
话故事；上课有了投影仪、笔记本电脑、白板；有
了新书包、笔盒、彩笔各种新鲜的学习用品，课间
的体育用品也置备齐全……孩子们寂寞留守的
童年开始呈现暖色调。

省公安厅投资30余万元修建完成刘祠教学

点澡堂、为教学点和南川小学乡村老师更新床铺
等38套生活和办公设备，投资47万元，对师生宿
舍和厕所进行全面改造，彻底改变学生生活环
境，住宿安全和如厕问题也迎刃而解。为了使扶
贫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队员李伟动员其妻
子加入了“扶贫队伍”，免费为教学点设计师生宿
舍，并得到了妻子所在单位湖北建设设计院大力
支持，按照最高标准免费进行设计，仅此一项就
节约扶贫资金数万元。功夫不负有心人，教学点
学生成绩由2018年垫底跃升至2019年全镇第2
名，教学点负责人雷校长向工作队赠送了写有

“扶贫扶智 大爱无疆”的锦旗。
刚到任的队长顾江波，在走访中得知一名留

守儿童因家庭原因无法上户口，影响正常入学，
他就此多次协调公安户政部门，并以工作队的名
义为其担保证明，使该留守儿童取得了户口，并

顺利入学。
“他们很威武，我好崇拜，他们那么好，经常

和我们一起玩，每次一来就发好东西，我们的被
子、校服、书包、文具都是警察叔叔和那些省里的
阿姨给我们的，我真是太幸福了。”谈到这些警察
叔叔，留守儿童董小琴一脸的幸福和满足。在这
幸福和满足的背后，凝结着队员肖拙的默默付
出，2019年恩施某地发生校园伤害案后，出于职
业敏感，他第一时间为教学点提供了一套安保器
械，并建议聘请保安建设门卫室，还动员社会力量
为学校安装了一套可覆盖全校的视频监控设备。

“在工作队的精心帮扶下，刘祠教学点的面
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是咸安区首屈一指，现在
老师也留得住，学生的幸福指数更是爆棚!”谈起
工作队的教育扶贫，村支书刘军一脸掩饰不住的
喜悦和自豪。

南川村的南川村的““脱贫密钥脱贫密钥””

这一片方圆40平方公里的山地，位
于咸宁市咸安区境内，地处幕阜山系北
翼余脉连片贫困地区，低山、亚热带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酷暑难耐，冬季
寒冷干燥，聚集着桂花镇三分之一的贫
困人口。

南川村，距离区政府23公里，咸安
区最大的行政村。全村1256户5737人，
建档立卡贫困294户，贫困人口1091人。

的确，这里人均可耕地不足一亩，
卖楠竹、打零工就是山里人的全部营
生。摆脱贫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
们的最大夙愿。

周克强，一位苦命的庄稼汉，妻子周黄连患
有中度精神病，语言交流有障碍，生活自理能力
差。两人育有两女一子，长女先天性痴呆，儿子和
次女心智发育不健全。一大家子的生计仅靠周克
强侍弄几亩山地，打点零工维持。妻子不发病的时
候，经常绝望大哭，却无计可施。黑黑白白的日子
在酸酸苦苦中爬行。命运并没有垂怜这一家人，
2018年腊月，周克强死于脑溢血，家，摇摇欲坠。

刘纯宏，50岁，母亲手有残疾，妻子有间歇性
精神病，长年服药。儿子在十堰汽车工程学院读
书，女儿在武汉纺织大学就读。25组耕地分布在
公路两边，因修路被有偿征用，失去土地的刘纯
宏，没有文化，也无一技之长，做小工成了一家人
生活的唯一来源。药费、学费、生活费像三座大
山压弯一个山里汉的脊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刘昌远，37岁，腿部有残疾，和妻子雷月英育

有三个孩子，老大10岁，南川小学四年级在读，老
二5岁，金桂湖幼儿园大班，老三2岁，因三个孩
子无人看管，妻子无法外出打工。一家五口人的
生计落在他一瘸一拐的残腿上。

他们，是乡村的苦楚，更是国家的忧戚。
2014年，党中央开始全面部署实施精准扶贫战
略，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家庭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由政府和社会进行精准帮扶。

三个贫困户

周克强、刘纯宏、刘昌远只是众多贫困户的
缩影，虽然政府救助从未间断，社会一直在资助，
村委也在不停帮扶，可怎么能够彻底解决他们的
贫和困呢？

2015年10月，全国精准扶贫的大幕正式拉
开。南川村被确立为省级贫困村，由湖北省公安
厅对口进行帮扶。为了使南川村早日摘掉贫困
的帽子，湖北省公安厅党委先后挑选了四位年富
力强的队长和26名青年骨干，分四批次进驻南
川村开展帮扶工作。他们远离亲人，克服父母患
病、子女年幼、夫妻分居等实际困难，在这片贫瘠
之地开始了一场扶贫接力赛。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南川村人多、田少、地贫，
集体经济先天不足，村民无法就近务工；道路等基
础设施薄弱、村子闭塞，村民外出务工又不便，内外
交困无法实现就业创业。同时，因病、因残、因灾
致贫返贫，则是南川村的另一难点和痛点。找到
了穷根，就要对症下药：因山制宜开办种植业，一
对一帮扶就业，改扩建道路方便村民和村企进出，
既帮助增加村集体收入强壮“大腿”，也帮助每个
家庭谋致富经，保证脱贫路上家家户户不掉队。

要想富，先修路。首先要打通制约村集体发
展的瓶颈，为此工作队负责人带领村两委跑项目、
要资金，争取市、区交通、住建、水利、国土等部门

支持，工作队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为
村里的事，我们求人不丢人”，就是凭着这股放下
身段真心为乡亲们办事的实诚劲，村旅游公路的
建成、“刘金公路”拓宽、林间路建设、村湾亮化、通
组路硬化、文化广场修建……南川村的基础设施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南川村祖祖辈辈喝的就是山泉水，主要从村
里龙泉山、南山两个制高点取水，由于供水管线
较长，地形复杂，加之部分管线年久老化，经常出
现管道破损等情况，这就需要沿山巡线查找漏
点，队员王磊、任畅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跑
遍了25个村民小组，行程近4000公里，在荆棘
丛生的山林里、在陡峭的石坡山崖上、在阴暗湿
滑的泉水口，都留下过他们身影，擦碰刮伤是常
事，衣服都不知道破过多少，但他们从来没有退
缩。2019年，南川遭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连续
3个月没下雨，山泉干涸，部分村组吃水出现困
难，为了彻底解决靠天吃水的局面，工作队果断
地对村组饮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购买水泵从南
川水库取水，实现了“双线供水”，解决背靠南川
水库无水吃的窘境。

五年前全村无水泥路、无自来水、无路灯
……现在，一切都变了样。昔日的行路难、饮水
难、垃圾清运难已成为历史，全村25个村组实现

水、电、路、网全贯通、全覆盖，村庄变靓，颜值提
高，老百姓的心也亮堂了。

单纯的“输血”解得了燃眉之急，却不是长远
之道，只有打造好村集体“造血”能力才能真正脱
贫。近年来，工作队持续聚焦产业扶贫，在原有基
础上扩容增量，扩建楠竹加工基地，巩固贡菊和油
茶产业，打造11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用于发展楠
竹笋特色深加工产业，并带动竹笋的种植和销
售，为盛义竹业加工厂提供30万的无息借款，吸
纳部分贫困户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余元。

如今，村里18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贡
菊油茶产业持续发挥经济效益，可为村集体每年
贡献15万元收入，楠竹加工和公益林每年可贡
献4.5万元收入，扶贫车间每年可增加租金收入2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已突破20万元，集体经济实
现收入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转变。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在提升基础“硬
件”的同时，文化精神“软件”也在不断提档升级，
村貌民风持续改善。争取省残联、省体育局支
持，配发20套残疾人辅助器械，增加30万元的体
育器材；对22名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对38名
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慰问；出资5万余元协助组
建5支村民广场舞队，组织开展广场舞汇演，真
正使村组文化“活”起来，百姓精神“富”起来。

在南川村24组一贫困户家大门口
醒目处贴着一张“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度享受政策明白卡”，户主刘昌
远，建档立卡人口数5人，致贫原因是
因残，脱贫举措是介绍户主务工、帮助
其妻创办小型便利店。落实危房改造
政策时间是2016年，2017年申请减免
医疗保险，2018年申请低保补贴6552
元，享受助学金2300元；2018年申请3
年期5万元无息贷款，用于创业投资。
2019年4口人享受低保金6552元，老
大因车祸享受医疗985政策，国家支付
诊疗费22790.22元；老二享受农村幼
儿园免保教费700元，老三享受幼儿补
贴1000元；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600
元，享受村级集体经济分红1500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张明
白卡算清了收入账、支出账、长远账，算
出我们获得的政策优惠感和幸福感。”
指着墙上的“明白卡”，刘昌远有说不出
的感恩。

“党的政策好啊，让我们这些贫困
户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疫情期间，老婆
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老婆住了3个月
院，都是国家兜底，除了一点生活费，诊
疗费我一分钱不用掏。女儿去年考大
学一次性奖金领了5000元，路费给了
500元，到了大学还有贫困生补助，每
学期可以申请8000块助学贷款。多亏
国家教育政策扶持，我儿子顺利读完四
年大学，今年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我们全家都有了希望和盼头啊！”开着
三轮摩托，每天走村串户卖菜的刘纯宏
心里甜滋滋的。

2019年，未脱贫6户、15人已办理
退出手续，全村贫困户全部脱贫。脱贫
摘帽是一件大喜事，但帽子摘了，扶贫
工作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摘帽不摘政策，让脱贫攻坚更有
底气；摘帽更不摘监管，让脱贫攻坚更
有效率。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
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脱贫计划
不能脱离实际随意提前，扶贫标准不能随
意降低，决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
这是队长顾江波写在民情日记本上的脱
贫金句，也是工作队打通南川村脱贫攻
坚“最后一公里”的不懈动力。

摘帽不摘责任。面对已摘帽贫困
户，工作队并没有觉得肩上的担子轻
了，他们因户施策，制订帮扶计划。鉴
于周克强家情况特殊，工作队和村委帮
忙料理了他的丧事，为彻底解决周克强
妻儿的生计问题，将周克强的妻子周黄
连、大女儿送往镇福利院照顾，积极协
调民政部门和派出所妥善处理好儿子
和小女儿的领养过户手续，并安排儿子
到村小学寄宿就读。工作队和村委经常
抽空看望周克强小女儿，带去慰问物资，
看着小女孩红润的脸蛋，与之前的面黄肌
瘦时相比，完全像换了个人，这个历经
苦难的家庭有了希望。

摘帽不摘监管。面对各种复杂的
致贫返贫风险，工作队丝毫不放松，建
立相应的保障机制、风险规避机制，适
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工作
队将刘昌远列为监测对象，对其进行动
态监测，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确保
脱贫不返贫。

顾江波说自己是接棒人。扶贫就
像一场赛跑，与时间的赛跑，让更多的
贫困户能早一天脱贫奔小康，让更多的
村民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每一
次接棒，就是向着目标更近了一步。事
实上，这只是公安系统扶贫人的一个缩
影，也是扶贫精神的传递者。“扶贫工作
很艰辛，需要兼顾不同层面的诉求，这
是脱贫的基础，也是扶贫工作的‘金钥
匙’。”顾江波告诉他这是他与历任队长
通过各自的扶贫经历达成的共识。

一场“接力赛”

一群“留守娃”

一张“明白卡”

■通讯员 何金岚


